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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时节，广袤田野里，农机纵横驰

骋，农民辛勤耕耘，田间地头一派大忙景象。

“三农”向好，全局主动。我国粮食连

年丰收，粮食总产量多年站稳 1.3 万亿斤台

阶，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对复杂多变的

国内外形势、克服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有

力支撑。今年的春耕生产虽然受到一些不

利因素影响，但各地应农时赶进度，春管、

春播有序开展，春季农业生产进展顺利。

目前，冬小麦一、二类苗比例 87.9%，长势

与常年基本持平。今年春播粮食面积约

9.4 亿亩，比上年略有增加，各类作物播种

进度均略快于上年。当此之时，需要再接

再厉抓好“三夏”生产，抓实抓细夏收夏种

夏管各项工作，为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创造

有利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障好初级产品

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

主要装中国粮。”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粮

食安全，关系国家经济的大账本、国家安全

的大战略。经过艰苦努力，我国以占世界

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

1/5 的人口，从当年 4 亿人吃不饱到今天 14
亿多人吃得好，有力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

的问题。成绩令人欣喜，但在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带来的多重挑战，

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至关重要。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

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

定性上升，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

风险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粮食安全的

全局性重要意义更加凸显。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吃饭

问题，要把粮食安全主动权牢牢抓在自己

手中。“谁来养活中国？中国要靠自力更

生，自己养活自己！”“要未雨绸缪，始终绷

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

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多年来的实践也证明，我国之所以能够实

现社会稳定、人心安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牢牢把住粮

食安全主动权，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要确

保面积、产量不能掉下来，供给、市场不能

出问题。特别是在当下，防疫抗疫与农业

生产都是大事，如何既做好防疫又不误农

时，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做好精细治理。应

该看到，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要防止“一刀切”、简单化，坚持分级分

区分类差异化疫情防控，只要条件允许、方

法得当，就要确保农民能下田、农资能下

摆、农机能上路、外出农民能返乡务农。在

保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粮食安

全党政同责，严格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主

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饭碗一起端、责

任一起扛，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树

立大食物观，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系统筹谋、协同发力，才能让“中国饭

碗”装得更满、端得更牢、成色更足。

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要保粮食生产

能力。将“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落到

实处，守住 18 亿亩耕地红线，加快推进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好种业翻身仗，在

一块块耕地迸发的潜力中，在一粒粒种子

创造的奇迹中，我们一定能把国家粮食安

全防线筑得更牢，把大国粮仓的根基夯得

更实。

把大国粮仓的根基夯得更实
朱 隽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又是一年

端午到，人们吃粽子、饮雄黄，插艾草、戴香

囊，赛龙舟、诵诗词，人们体悟传统民俗，品

味厚重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

年历史中创造和延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历史悠久的端午节，

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浴兰节、端阳节、诗

人节、龙舟节……从端午节的众多别名不难

看出，经过时间河床的沉淀，这一古老节日

被赋予了多重意义。包制形状不一、口味各

异的粽子，参与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节庆

活动，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

式。可以说，端午节就像一条纽带，连接历

史和当下，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价

值观念和文化认同。

节日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节点。传统

的节俗，与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

有紧密的关联，即使岁月流转，生活方式不

断改变，依旧能够给人带来心灵的润泽。今

年端午节来临之际，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的

形势，一些地方把民俗活动由线下转到线

上，让祛病防疫的节日内涵进一步彰显。直

播里体验端午习俗、云端观美景、线上听讲

座，即使身不能至，也不妨碍人们领略厚重

的文化韵味。众志成城、同舟共济、家国情

怀，端午节俗中蕴藏的这些精神传统在同心

抗疫的当下得到了进一步诠释，也让人们对

祈愿和顺平安的节日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

理解。

传统节日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既来自于源远流长的民间传说和民俗

活动，更得益于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以更大的历史视角观之，端午

节的精神内核历经千年依然生动地存续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断衍生

出“新民俗”，这本身就是其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更好地涵养和传承传统

节日及其承载的优秀文化，需要借助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俗活动，也

要采取适应当代生活的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比如，《端午奇妙游》等“中

国节日系列”节目，在深度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描摹历史风貌的基础

上，创新视听呈现，引发观众共鸣。这启示我们，找到传统文化和现代生

活的连接点，不断打造承载文化传统和节日内涵的时代载体，是让传统文

化焕发新生、重放光彩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不论是《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热播的纪录

片，还是活泼可爱的文物表情包、诙谐幽默的文物说唱，抑或是各大博物

馆热卖的文创产品，都在不断满足人们日趋丰富而多样的精神文化需求，

也让更多传统文化在活起来的同时火起来、潮起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是新时代中华文化滚滚向前的强大内驱力。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

生面，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就能让文脉传承弦歌不辍、历久弥新，滋养我们的文化自信。

以传统二十四节气倒计时起笔，以天干地支十二时辰收尾；来时“迎

客松”，别时赠折柳；“中国门”喜迎四海宾朋，“一片雪花”的故事贯穿始终

……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定格下一个个难忘瞬间，在绽放文

化交流互鉴夺目光彩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我们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实践和经验。今天，内涵不断丰富的端午等传统佳节依然是

中华文化的醒目符号，让人念念不忘。期待更多适应当代社会的创新

表达和创意呈现，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气象，为人们提供更多心灵滋养与

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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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蕴含着丰富的为人、做事、从政之道，穿越历

史长河而焕发持久生命力。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

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

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

提供有益启发。”比如，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为政以德、政者

正也的思想，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这些传统政德的内容，为我们

厚植廉洁文化提供了丰富养分。

今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

意见》指出：“要厚植廉洁奉公文化基础，用革命文化淬炼公而忘私、甘于

奉献的高尚品格，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

土壤，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作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政德对培厚廉洁文化土壤的作

用有待进一步增强。

中华民族历来都有注重操守、干净为官的传统。比如，以“不矜细

行，终累大德”强调慎独慎微、严守规矩的意义，以“道私者乱，道法者治”

宣示执纪问责、严明纪律的决心，以“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说明汲取群众智慧的重要性。传统政德内涵丰富，对明大德、守公德、严

私德都有借鉴价值，关键在于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不仅是一场同腐败分子的政治较量，

也是一场清正廉洁价值同腐朽落后价值的较量。文化培根，文化铸魂。

从传统政德中得到启示，引导激励党员干部深化廉洁自律意识，用健康

向上、追求清廉的文化充实精神世界，能够不断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提供积极的文化支撑。

传统政德对加强党性修养也具有借鉴意义。在 2022年春季学期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年轻干部“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勤掸‘思想尘’、多思‘贪欲害’、常破‘心

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传统政德推崇心上修、事上练、致良

知，注重慎独慎微慎始慎终，从而破“心中贼”。不妨借鉴传统政德中修

养身心的方法，时时处处严以律己，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永葆共产党

人的政治本色。

“公生明，廉生威”。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政德是

涵养廉洁文化的重要举措。创造性应用传统政德，加强政德修养，广大

党员干部定能打牢从政之基，交出不负历史、不负人民的合格答卷。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

从传统政德汲取文化养分
孙阳阳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

希望。少年儿童时期是一生之中精神成长

的关键时期。儿童阅读作为一种早期的精

神体验、心灵体验，能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

创造力，还能帮助他们认识世界，形成对于

人生、对于未来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对

于少年儿童来说，培养阅读的兴趣、学会阅

读的方法、养成阅读的习惯，可以滋养心灵、

塑造审美、增加知识储备。因此，我们需要

更重视阅读对于少年儿童成长成才的价值。

重视儿童阅读，要让孩子们有好书可

读。好的童书就像是一颗种子，能在一个人

的心灵深处扎下根来。只有让孩子们爱读

书、读好书，才能让他们在童年时期就打下

良好的文化根基，儿童阅读也才是真正有意

义、有价值的。

从儿童阅读上看，目前主要存在两方面

的问题。第一是我们对于儿童阅读的研究

和引导不够，没有解决好“孩子们阅读什么

书”“孩子们怎么更好阅读”这个问题。第二

个是阅读方法问题。比如，亲子共读、班级

共读、整本书共读等有助于提升阅读能力的

方法，都有待进一步推广。只有帮助儿童改

进阅读方法，才能够提高儿童阅读的效率。

全社会都应该提高对儿童阅读的重视

程度，把最美好的童书给最美好的童年。近

年来，我们以“营造书香校园”为主题进行教

育探索，通过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整合丰

富的阅读资源，开展多彩的读书活动，让师

生共读、亲子共读、自由阅读等成为大家习

惯的阅读方式。推动儿童阅读，让孩子们爱

读书、读好书，才能让他们更好成长，以深厚

的素养滋养一生。

有教育家曾经用“有吸收力的心灵”来

形容儿童强大的学习与成长能力。阅读，不

仅是一种学习能力，还应该成为一种习惯。

书籍打开了一扇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户，每

扇窗户的风景都不相同。选择真正能够打

动孩子们心灵、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书籍，

让孩子们走进阅读、热爱阅读，他们慢慢地

就会懂得欣赏、学会思考，养成终生学习的

习惯。当阅读成为儿童的生活方式时，我们

就可以在此基础上，探索如何让儿童去主动

追求和创造幸福充实的人生。

有书香童年，才有书香人生；有书香家

庭，才有书香社会、书香中国。用儿童阅读

丰盈儿童的精神世界，用儿童阅读塑造儿童

美好的人格，我们就一定能更好提升孩子们

的综合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

中央专职副主席）

用阅读丰盈儿童的精神世界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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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改变生活
北京西城区 于保月

老家大哥发来一段视频：几个种田的

青年，正操作着无人机在麦地上空喷洒农

药，小麦长势喜人。过去给农田喷洒农药，

“背着农药箱遍地走，腰酸背痛抬不起头”；

如今新科技“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业效率

是人工喷洒的 30 倍以上，既高效又省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高精尖的国之重

器，到提升生产效率的产业科技，再到改善

日常生活的民生科技，我国科技事业实现

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高铁日行千里轻

轻松松，网购足不出户买遍全球，手机支付

不带现金行遍天下，移动通信让天涯若比

邻成为现实……科技创新，正在让许多过

去想都不敢想的场景化为生动现实。

科技创新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

着中国社会，科技自立自强为国家发展提

供坚强战略支撑。按照“面向世界科技前

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要求，蹄疾步稳推动

科技体制改革，坚持不懈深耕自主创新事

业，必能稳稳托起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实实在在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生态文明硕果累累
湖北咸宁市 廖辉军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从大处讲，事

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小处讲，也关系到

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的家乡位于湖北九宫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物种监测

点、科普调查、森林防火、病虫害防控、矿山

复绿、林长制等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落细

落实，当地群众目睹了保护区生态环境的

持续改善。保护区内的野生动植物种类不

断增长，生物多样性更加丰富，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白鹇频频现身，引起广泛关注。许

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仅火了九宫山景

区，还让当地群众吃上了“旅游饭”。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

源利用上线，建立健全河湖长制、林长制，

实施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

一系列举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

成就。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绘就了

当代中国发展最亮丽的底色。

交通强国提速增效
吉林敦化市 刘 伟

2015 年 9 月 20 日，C1008 次列车从吉

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站驶出，标志

着吉图珲客运专线高铁正式开通。我工作

的敦化市，正好在这条铁路沿线。过去，从

敦化到长春，普通列车要走五六个小时，如

今不到两个小时即可到达。

从 城 际 铁 路 到 城 际 公 交 ，从 城 市 无

人 售 票 公 交 到 村 村 通 班 车 ，各 地 交 通 迭

代升级、快速发展，让人民群众的生产生

活更加便利。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打通

了经济“大动脉”，畅通了基层“微循环”，有

力支撑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党的十

八 大 以 来 ，我 国 交 通 运 输 事 业 取 得 辉 煌

成就，交通运输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质量

持续提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坚实支撑。居民出行实现了从“走得了”到

“走得好”的转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进一

步提高。

交通是兴国之要、强国之基，交通运输

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

性产业和服务性行业。构建新发展格局，

交通运输业肩负着重要使命。推进出行服

务快速化、便捷化，加快实现“人享其行、物

畅其流”，未来让人充满期待。

共同见证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图景

近期，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的西甜瓜

又迎来丰收季，这得益于“田间医生”的支

持。来自南京市蔬菜科学研究所的专家，

借助江苏省现代农业（西甜瓜）产业技术平

台组建西甜瓜科研团队，从品种引进、平衡

施肥、喷药装备研发等方面，为该地区西甜

瓜产业提供科技支撑。

这正是：

“田间医生”奔忙，

精准把脉开方。

技术助农兴农，

点亮振兴希望。

谭 思图 钟 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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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我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际出发，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全局深

刻变革，努力实现创新成为第一

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

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

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

发展。本期大家谈，让我们一起

感受与见证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图景。本系列继续征稿，请投本

版邮箱。

——编 者

选择真正能够打动孩子们心灵、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的书籍，让孩子们走进阅读、热爱阅读


